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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兼具时代追求、理论意义与实践导向的全新命题，既有必要性

也有可行性。因此，如何建构可感知、可沟通、可调适、可共情的中国自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

将是未来中国国际传播实现“破局”的过程中，值得继续思考和探究的新课题。

The Multidimensional Turn and Rout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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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hallenges and complexities faced by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re 

increasing,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re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 sup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 
from some countries and a lack of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content.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cosystem, the silent emergence of Western discourse traps, a shift in communication objectives 
towards “sacrificing the near for the distant”, and the scarcity of national narrative emotional elements have 
created difficulties and logical constrai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system. 
Inclusive textual narratives, precise communication narratives, constructive shared narratives, and conversational 
empathetic narratives have collectively shap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framework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stablishing a narrative position with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the core of discourse, 
building a narrative carrier that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cultural identities with the temporary cultural community, 
innovating the multimodal narrative with intelligent digital immersion, and exploring the intelligent micro 
narrative subject led by ChatGPT constitute multiple paths to improve the narrativ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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